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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让云岭农业

科技让云岭农业

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展新姿
陈云芬

本报云南鲁甸电 综合云南鲁甸抗震救灾指挥部
提供的情况，日前，鲁甸抗震救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
果，抗震救灾工作重点目前已转入对受灾群众的过渡
安置，并开始组织力量为恢复重建作准备。同时，一
些重要的应急抢险工作仍在继续。

目前，因灾受伤人员已全部得到有效救治，20余万
受灾群众已完成了紧急转移安置，做到了生活救助和

救灾物资全覆盖。灾区通往行政村的公路已经全部抢
通，同时，通信、供水、供电也已经全面恢复。

据介绍，目前，鲁甸抗震救灾工作重点已转入对
灾区群众的过渡安置，保障恢复重建完成前灾区群众
的生产生活。相对于应急抢险，过渡安置的时间更
长，需要统筹安排，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组织展开对灾
区进行排除危房、清理垃圾的专项行动，并确保受灾
群众生活保障的全覆盖，让灾区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连日来，灾区采收花椒、烤烟等生产活
动已经展开，商业秩序也在全面恢复。

恢复重建的前期准备工作目前也已紧锣密鼓展

开。按照国务院的统一安排，云南省积极配合国家有
关部门全力展开规划编制工作，初步考虑要通过三年
恢复重建，使灾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全面恢复并超过灾前水平，重建“乌蒙山幸福美
丽新家园”。

同时，鉴于这次地震灾害破坏力大，受灾程度
深，一些应急抢险工作仍在继续，主要集中在防止次
生灾害、堰塞湖除险、卫生防疫和道路保通方面。对
已经排查发现的 1200 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严密监测，
及时采取防范应对措施。针对重点路段分类制定抢险
保通方案，做到“随毁随抢、随抢随通”。

应急抢险继续

鲁甸转入灾后过渡安置阶段

8月12日，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云南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在云南鲁甸龙头山镇中心小学援建的第一
座抗震希望小学正式建成，小学共有20间板房，每间面
积为56.8平方米，包括教室、多功能室、宿舍、餐厅等，可
容纳500多名学生。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震后首个抗震希望小学建成震后首个抗震希望小学建成

8 月 13 日和 14 日晚，在云南鲁甸地震重灾区的
龙头山镇灰街子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志愿者为群
众播放公益电影。现场竖起 30 块 100 寸的电影屏
幕，在播放动画片和电影的同时，还播放防震减
灾、心理辅导等内容的宣传片，适度缓解受灾群众
在安置过渡期的心理压力，并帮助他们掌握
相关救灾知识。

戴星星摄 （新华社发）

受灾群众在安置点看电影

云南永善发生5.0级地震

听说记者要采访他们政委，武警昭通支队
的战士们打心眼里高兴，“是该好好写写他”。

抗震救灾中，政委郑文春之所以让人信
服，靠的是“三有”：有节义、有头脑，还有情怀。

有节义
“指挥员就是现场的标杆和旗帜”

8月3日，鲁甸地震后15分钟，武警昭通支
队集结完毕开赴龙头山镇。中途道路阻断，头
顶上有落石，脚底下是滑坡，郑文春第一个往
前冲。战士秦伟说：“那场面是人都害怕，政委
从来都说‘跟我上’，不说‘给我上’！”

带领50人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在龙头山镇
老街搜救了一天两夜，5日一早郑文春主动带
队转战八宝村，“镇上救援力量多了，要让‘盲
点’的群众尽快看到希望”。

震后，一座房子垮下来，要进去搜救，得从
后墙打洞钻进去。危房面前，郑文春没有犹豫：

“我有经验，让我来。”
战士们大多是“90后”，没经历过生死考验

的场面。秦伟说：“指挥员就是现场的标杆和旗
帜，你往后缩就没人向前。”

郑文春的兄弟们都是好样的！他们有的把
绳子拴在脚踝上，爬进断壁残垣里搜救，有余
震战友们赶紧往外拽；有的手指磨出了血，轻
伤不下火线……

有头脑
“抗震救灾要科学，不要盲目”

“同样是房屋倒塌，救援却各有不同。”
郑文春告诉记者，要分 3 类情况：整体倒塌
的，先找知情人判断被埋者的位置，然后打
洞往下挖；一层垮塌房子挫下来的，在四周
寻找孔隙；对摇摇欲坠的危房，要做好支撑
等简单固定。

当兵以来，郑文春大大小小的地震救援
参加过8次，他认为救援不光要有勇气，还要
有头脑。

“一路行军明间距，观察警戒要先行；遇有
峭壁靠山走，遇到缓坡往上行”，这是武警昭通
支队安全防范的一段口诀。“抗震救灾要科学，
不要盲目。”郑文春说。

驻地在“无灾不成年”的滇东北山
区，昭通支队和地方政府建立了

“警地互联”的信息共享
平台，5分钟内就
能接到灾

害信息；支队有完整齐备的各类灾害处置预
案，突击力量、增援力量、机动力量各司其
职；战备落实到位，有单兵作战背囊也有应
急物资库，有事时“伸手就拿，抬腿就走”。

正因如此，地震后15分钟昭通支队就投
入了救援，在鲁甸抗震救灾中率先挺进震
中。

有情怀
“只要他在，我们就觉得心安”

震后三五天，郑文春看到有些群众坐
着发愣，赶紧安排支队的“流动文化车”，到
安置点里放电影。

抗震救灾，郑文春怕小战士心里有阴
影，就有意识在路上说些轻松话题，夜里
谈谈心，最紧张的前几天，他每天平均睡
两三个小时。

抢险救灾中，他没忘了做好“宣传
队”：鼓励群众生者坚强，“灾后重建还
要靠大家”。

支队干部股长卓明全介绍，平时
郑文春到县里中队检查工作，一定会
去食堂看看。他常说“一个炊事员，
顶半个指导员”，看不上眼的，郑文
春就动手示范——切菜做饭他有
一手。

昭通支队平时抢险救灾任
务重，近 3 年来就有 8 次成建
制地出动。郑文春在每次出
发前都做动员，归来时都
有一个简单隆重的欢迎
仪式，让同志们既有荣
誉感，又有归属感。

卓 明 全 说 ：
“ 再 危 险 的 任
务，昭通支队
里也没有退
缩 的 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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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花云花””芬芳芬芳，“，“云茶云茶””味醇味醇，，
““云菜云菜””滋养……云南省农科院针对滋养……云南省农科院针对
““云字号云字号””农业特色品牌开展的创新农业特色品牌开展的创新
研究研究，，让这些声名远扬的高原特色农让这些声名远扬的高原特色农
业新标签再次焕发出强劲的动力和活业新标签再次焕发出强劲的动力和活
力力。。

创新不断 云花风姿更胜

近年来，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
所建起了全国领先的花卉育种技术体
系，申请新品种保护158个，获授权30
个，云南省登记注册76个，80%以上的
新品种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市场占
有率不断提高。其中，非洲菊品种“秋
日”、月季“赤子之心”、香石竹“云红2
号”分别获得欧盟和日本植物新品种
授权，成为我国首个在世界植物新品
种保护联盟 1991 年公约成员国获得
授权的观赏园艺新品种。

越开越艳的“云花”背后，科技
功不可没。

为破解缺乏技术标准导致的各项
难题，花卉所创新制定了 37 项国家
及行业标准，主持完成的国家标准数
量占全国花卉国标完成数的 33.3%、
鲜切花类的 81.8%。所有标准已在全
国出入境检疫、花卉质检、出口花卉
企业等系统得以广泛应用。同时，花
卉所还创建了 59 项国家法定权威的
鲜切花质量检测技术，检测技术数量
为全国第一。这些创新成果，不仅覆
盖了我国主要鲜切花产区，更走出了
国门。

良种良法 云茶韵味悠长

去年搭载“神舟十号”飞船上天的
云南茶树品种“紫娟”，在云南省农科
院茶叶研究所科研人员的精心播种及
管护下，部分种子已经出苗。通过推广
良种良法，云南省农科院茶叶所加快
茶树育种创新和成果转化，促进了“云
茶”提质增效。

通过对云南全省茶树资源考察和
征集，茶叶所建立起国内首个大叶茶种
质资源圃，保存各类资源2000多份，成
为我国大叶茶树种质资源保存份数最
多、种类最齐全的活体保存中心；选育

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级茶树新
品种5个，云南省级茶树品种23个。其
中，“云茶1号”和“紫娟”获国家林业局
植物新品种保护权，为国内首获植物新
品种保护权的茶树品种，国家级良种

“云抗10号”推广种植面积占云南省良
种推广的85%以上。据不完全统计，这
些品种年推广面积达200万亩以上，占
云南全省茶园总面积的约35%。

自 2010 年以来，茶叶所派出技
术员赴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开
展技术培训和指导，通过采取坡改
梯，深耕施基肥，台刈或重修剪等综
合技术措施，在云南全省完成中低产
茶园改造48万亩。

科技浇灌 云菜四季飘香

“云辣素 1 号”的育成，填补了我
国深加工专用型高辣素辣椒新品种育
种 研 究 空 白 ；白 菜 新 品 种

“CCR11242”高抗根肿病，市场前景
好；“迷你黄 1 号”是云南省自主选育
的第一个萝卜胞质不育小型结球白菜
新品种……云南省农科院园艺作物研
究所的这些创新成果，成为云菜四季
飘香的有力科技支撑。

多年来，园艺所等单位收集保存
各类蔬菜种质4000多份（不包含野生
蔬菜），占全国蔬菜种质的 20%以上，
对云南省园艺作物资源品种的类型、
特征、分布规律等进行研究，形成了云
南蔬菜学科遗传物质基础丰富的优
势。其中，园艺所引进筛选和选育出辣
椒、茄子、白菜、番茄、黄瓜、菜豆、花
菜、洋葱等蔬菜新品种20多个应用于
生产，成为云南蔬菜的主栽品种。该所
在夏秋蔬菜新品种引进筛选与配套技
术研究、山区半山区夏秋淡季蔬菜高
产栽培技术集成示范研究、外销蔬菜
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的成
果，广泛应用于昆明、玉溪等省级优势
蔬菜产区，扩展到西双版纳、普洱、德
宏等南部山区的高山蔬菜种植，尤其
是出口蔬菜生产。

主打绿色、季节、特色 3 张牌，科
技浇灌下的“云菜”，逐渐从不起眼的

“小产业”成长为大产业，一年四季
香飘大江南北。

本报昆明8月17日电 从云南省地震局了解
到，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 17 日发生的 5 级地震，截
至 17日 8时已发生 22次余震，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
告，此次地震不属于鲁甸6.5级地震的余震。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17日6时7分，永善县发生
5 级地震，震源深度 7 公里。震中位于永善县务基
镇，距离永善县城 21 公里，距离永善县 4 月 5 日 5.3
级地震震中10公里。据了解，永善、绥江、大关、昭
阳区、镇雄震感强烈，水富县有震感。

地震发生后，云南省省长李纪恒率云南省政府工
作组从鲁甸地震灾区赶往永善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云
南省地震局启动Ⅲ级地震应急响应，从鲁甸地震灾区
派出由吴国华副指挥长带队的 5 人省地震局现场工作
队。昭通市防震减灾局派出8名应急队员，于6时40分
赶往永善震区。永善县防震减灾局 8 人立即投入应急，
开展现场震情分析、流动地震台架设与监测、灾情调
查、应急通讯、震区科学考察等工作，并积极协助当地
政府开展抗震救灾工作。早上7时许，云南省地震局又从
昆明派出10名应急队员赶往灾区。

据云南永善县委宣传部介绍，截至 17 日 14 时，云南
永善5.0级地震已造成19人受伤，其中10人已送县级医院
治疗，9人在乡村卫生机构简单包扎或自行处理。

地震已造成永善县5个乡镇41个村 （社区） 101个村民
小组974户3428人受灾。民房受损481户1424间，其中，倒
塌 16户 42间，严重受损 196户 568间。部分交通、电力、水
利等基础设施受损，其中8条公路51公里受损，公路塌方488
处19000余立方米，10千伏变压器受损11个。14所学校附属设

施不同程度受损。
目前，因地震影响断电的 721 户已恢复通电；发放彩条布

200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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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切花组培苗生产 杨 峥摄鲜切花组培苗生产 杨 峥摄

本报电（记者郝青） 作为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系列活动之一，首
届“中国—东盟国际摄影季”将于9月举行。活动将探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经济发展、各国民俗民生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以期通过文
化交流增进中国与东盟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人民网、中国－东盟博览会秘
书处联合举办。内容包括“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摄影展——暨首
届中国—东盟国际摄影展示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旅游论坛、中国－
东盟国际摄影季颁奖仪式。

中国与东盟将首办摄影季

本报北京8月18日电（周秋田） 由中国文化院、云南省文化厅、普洱
市委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天赐普洱 世界茶源”佤族原生态歌舞 《佤部落》
巡演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据介绍，演员们正在加紧排练，备战国家大剧
院的演出及全国城市巡演。

《佤部落》汇集了佤族神话传说、祭祀、民风民俗等内容，再现了佤族从原始
社会中走来，繁衍生息在佤山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对自然的敬畏、期盼和
崇拜，集中展现出佤族像火一样热烈奔放的民族性格。可以说，《佤部落》凝聚了
普洱人民的智慧和汗水，也展示了普洱市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初步成果。《佤部
落》曾荣获2011年“云南省第十一届新剧（节）目展演”金奖，2012年“第十四届滇
中南民族艺术节”白鹇金奖，2013年“云南省第二届少数民族会演”金奖。

《佤部落》由《佤山韵》、《佤山魂》、《佤山美》、《佤山情》四个篇章和
尾声 《阿佤人民唱新歌》 组成，融入了佤族神话传说、祭祀、服饰、原始
生产生活等佤族生态元素，集中展现了西盟佤山之美。在 80 分钟的剧目
里，可以欣赏到原生态佤族民间传统乐器演奏、传统的剽牛、祭拜仪式等
宗教文化以及原始古朴的交响曲；可以领略到千里之外的佤山生态之美、
文化之美、纯朴之美；可以享受到原汁原味的佤族服饰带来的审美愉悦；
可以从木鼓声声中感受佤族小伙的粗犷纯朴；可以从飞扬的头发中感受佤
族姑娘的热情奔放，一曲 《阿佤人民唱新歌》 传递了佤山各族人民建设美
丽家园的豪迈之情，也表达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佤山儿女自力更
生，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佤族原生态歌舞

《《佤部落佤部落》》将巡演全国将巡演全国


